
陆天明还有
一个身份：导演陆
川的父亲。前几
年，陆川凭借《寻
枪》、《可可西里》
大获好评，四年磨
一剑的《南京！南
京！》4月22日在全
国公映以后，截至
5月6日，全国累积
票房已达到 1.5 亿
元。目前还在热
映当中。

似乎任何一
部热映的电影，都
逃不了“被夸”和

“被批”两种相对
的态度。关于影
片的争议，陆天明
也都给出了自己
的解释。但他一
直强调，这些解释
只代表他自己，并
不代表陆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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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张改华 实习生 宋少杰

上接C07版

记者：现在的80后作家已经借助网络这个
平台很有规模了，您怎样看待这个群体？平常
看他们的书吗？

陆：很少看80后的书，这里面没有任何成见
啊（笑）。主要是没时间。我觉得他们是很有希望
的一个群体，很自我，有才华，比我们都聪明。我
们这些人都一根筋，他们都比较有灵性（笑）。

其实，80后年纪最大的也都快三张（30岁）
了，接近而立之年，随着这个群体对中国的感
受越来越深切和广博，他们的作品也一定会慢
慢厚实起来。但有一点，希望80后作家放宽视
野，主动承担起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作品商业
化是需要的，个人化也是需要的，但如果你的
作品只表现20郎当岁的喜怒哀乐，那你就不自
觉地把自己边缘化了，因为中国不只有20多岁
的人，你要学会去关注整个 13亿人的喜怒哀
乐。你要做“中国作家”，而不只是做一个“80
后作家”。

实际上，现在80后已经有了社会担当的一
面了，比如奥运会的志愿者，他们已经勇敢地
挑起了担子。你看，韩寒都去办杂志了嘛（大
笑）。

记者：对，您说过，80后作家您看好韩寒。
陆：我觉得韩寒比较有头脑。当然，这并不

说明我同意他的全部观点。
记者：郭敬明好像也有自己的公司。
陆：咱们今天不谈郭敬明（笑）。文学不是

像青蛙一样比谁叫得响亮，叫完了，扑通一下，
跳水里不见了。而是要看能否禁得住时间的考
验，看10年20年后是否还活跃在这个舞台上，
对整个民族、对社会大部分人都在发挥作用。

记者：您对于网络文学有什么看法？有些
卖得很好的网络文学作品，能否做到沙里淘
金，成为经典？

陆：网络文学我很看好，虽然现在比较浅
薄，但它毕竟也是一个阵地、一个平台，给了更
多人施展的空间。但不要一味地看重点击率，
为了点击率而去写，这就不好了。

记者：您还是很懂行的，网上有些书确实
为了提高点击率而一拖再拖，明显到了要结束
的时候，却不写结局。

陆：那当然啊，你看我也有博客，点击率高
了我也高兴啊，但不能完全被这个牵着鼻子
走。作家身上不能全是商业味啊。

记者：对于年轻的读者，在个人修养以及
必备的品德上，您能提一些建议吗？

陆：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年青
一代都在争取自由民主，但一定要懂得，民主
自由的要义之一，是要尊重和爱护他人的自由
民主权利。尤其在缺乏监管的网络上，匿名污
辱伤害别人，只能增加仇恨、污染社会，并不能
解决问题。不尊重别人，你也得不到别人的尊
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不要忘记，你在别人
眼里，也是一个“别人”。

记者：谈谈《南京！南京！》这部电影和您儿子
陆川吧。这部电影拍摄了4年。您觉得这4年，陆
川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陆：（笑）我其实一直强调，作为父亲，这个话
题不应该由我来说。

作品可以不完美，但是不能没有创新。这
一点，我很欣赏陆川，他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去看
待这场战争，他在思考，在探索，敢于冲破中国电
影既有的模式，按照自己的想法拍。你说《南
京！南京！》很完美、一点瑕疵没有吗？不，它还
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唐先生最后被枪毙这
个情节就缺乏铺垫，有一点突兀。但是整部作
品，的确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和艺术冲击力。这
正是我们需要的。

记者：陆川自己将这部纪实题材的电影定

位为商业片是否有些不妥？
陆：在这点上我很理解他，我出版小说《黑雀

群》时，我跟出版社说，这是一本纯文学小说，但出
版社的人态度相当强硬，说，“陆老师，你千万别出
去说你这是纯文学，要不然就卖不动了！”

还有我的《命运》，出版社非要打出什么
“2009年最轰动的官场小说”等噱头，我差点为
这跟出版社翻脸，说你们要再这样我这书就不
在你们这里出了（大笑）。市场经济啊，唉！

我觉得，陆川强调《南京！南京！》是商业片，
可能也是一种策略，也是无奈之举啊。没有哪个
导演愿意把自己当成商人，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说
成是商业片导演，但如果他说这是一部纯艺术
片，还会有多少人去看？他也要对得起投资商
啊。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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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是部商业片，也是无奈之举
说80后作家

其实从当年介入韩寒与白烨的骂战起，采访
陆天明提到概率最高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对于80
后作家的态度了。而且今年年初，陆天明的一篇
博文《怎能对这样的人文信号置若罔闻？》引发了
强烈争论——博文中陆天明把矛头直指郭敬明，
认为他剽窃了别人劳动成果还不认错，跟小偷没
什么区别。那么，对于80后作家和我们现在的
年轻人，老作家陆天明有什么话想说呢？

韩寒比较有头脑

网络文学似乎有“百花齐放”的态势，玄幻、
言情、穿越、说史、盗墓等题材在各个原创文学
网站上点击率都相当高。听听老作家陆天明对
待网络文学有何见解和建议。

陆天明简介 生于昆明，长于上海。上世纪
80年代初调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文
学部任专职编剧至今。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
集《啊，野麻花》；电影《走出地平线》；长篇小说

《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苍天在上》《大雪无
痕》《省委书记》《黑雀群》《高纬度战栗》《命运》
等。同时还创作了同名电视剧《苍天在上》《大雪
无痕》《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命运》等。

说《南京！南京！》

说起儿子陆川，陆天明很是骄傲，也满是关切，他觉得儿子在成长，在蜕变。

记者：电影结束时，日本人打鼓祭
祀的场景用时较长，也引起了很多争
议。对这个场景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是警惕他们现在的文化掠夺吗？
陆：我认为不是文化掠夺的问题，这是军国主义狂妄

与嚣张的一种深层次表现。发生了这场可怕残忍的战
争，他们竟然还在狂舞！让人不寒而栗。

记者：我看到有网友这么说“本片中，拉贝这样一个真实的
历史人物，被虚构的唐先生和姜老师衬托得像个‘花瓶’”，对于
这个问题，您是怎么想的？

陆：角度不同而已。但陆川还是恰如其分地表现了
拉贝的作用，比如最后很多人都舍不得拉贝走，包括唐先
生都在说，“拉贝先生，你走了我们怎么办？”这都表现了拉
贝对难民的帮助和保护。但我们是中国人在拍这件事，
既要表现外国友人对中国人的保护，又得表现中国人的
力量。在南京城，最后能救中国人的毕竟还是我们中国
人自己嘛。我觉得在拉贝这个问题上，陆川处理得还是
比较好的！

记者：也有观众反映说，这部电影被剪辑得太过了，以
至于看起来不是那么流畅。这部电影经过了很多次剪辑，
最初是6个小时，陆川说剪到3个小时的时候就开始心疼
了，其实最后电影院放映的只有140分钟左右。未删节的
版本观众有可能看到吗？被剪辑掉的大概是什么内容？

陆：（笑）这个你要问陆川了。从常理来说，影片的素
材片远远多于完成片是正常现象。

记者：对于以上的争论，陆川本人知道吗？他跟您谈
过这个问题吗？

陆：他知道，他也在密切关注这些。但这部影片得到了
大多数的观众，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的认可和支持，这
是不争的事实。他也说，是观众救了《南京！南京！》。

记者：如果要您为《南京！南京！》写几句推广语，推
荐现在还没看这部电影的读者去看，您会说什么？

陆：（笑）为了支持中国的年轻导演，支持中国的电影
事业，请大家都到电影院去看《南京！南京！》。

记者：您最近表示过，要和陆川合作一部电影，能透
露一下具体是什么题材吗？现在进行到什么地步了？

陆：是历史题材，目前正在做剧本。

记者：《南京！南京！》放映后，很多人都表示
被这部电影所打动，看完之后心情极度压抑以及
极度愤怒，受到了很大震撼。但也有一些不同的
声音：陆川说过，这部电影的主旨是“抵抗”，但有
一部分人认为，电影并没有传递出抵抗的思想。
您怎么看？

陆：其实很多历史学家都说，南京没有抵
抗。在《辛德勒的名单》中，两个小时的电影里犹
太人没有一丝抵抗，甚至都没有抬起头来去瞪法
西斯一眼，偶尔有自我辩护的也遭到法西斯的屠
杀，这是斯皮尔伯格的表现。

而在《南京！南京！》里，起码有个陆剑雄啊，
他是带领一批人狠狠地打了一仗的，怎么能说没
有传递“抵抗”的思想？你看，唐先生最后对日本
人说，“我老婆又怀孕了”，他在告诉日本人“我们

有了后代”，中国人是杀不尽的！这不是觉悟了
的软弱者的抵抗吗？姜老师冲上去和日本军人
厮打，救下被强奸的妇女，不是抵抗吗？但真正
从历史事实上来说，南京当时的确不是一个抵抗
的典范。应该说，陆川在这里刻意加进了抵抗的
元素，用心可谓良苦。

记者：也有一部分人对于后半部分影片以日
本军人角川的视角来展现颇为不理解。角川这
个人物有历史原型吗？

陆：应该这么说，像角川这样的日本军人在
历史上是有的。他们受不了这种对人性的摧残，
精神上的摧残，患上了忧郁症，最后选择自杀。
日本国内当时有一些反战分子被军阀杀掉，这都
是历史事实。但必须看到，陆川在影片中用很大
篇幅表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这是他的主

线，是不容否认的。
记者：对于角川这个人物的争议，

还有一点就是他最后的自杀。有人说，
自杀是他无法忍受战争而进行的自我
解脱；也有人说，这是影片想表达日本
人的自我救赎。您怎么认为呢？

陆：这正表现了军国主义的可怕。
在那个年代，日本军人自己都无法忍受
他们的暴行，难道不可怕吗？

角川自杀，旨在表现日本军国主义的可怕

对拉贝这一人物的
处理，陆川还是很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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